
15

财经与管理·第 06卷·第 03期·2022 年 03月 10.12345/cjygl.v6i3.11097

Abstract

Keywords

发挥国有经济主体中独立董事作用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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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作为在董事会中发挥独立职能的重要角色，理应在解决国有经济主体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系列问题中，发挥更大
作用。论文从建立沟通机制、明确责权利、试点浮动薪酬等方面出发，为独立董事全面履职提出了优化路径，以期促进国
有经济主体的科学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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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要求，现代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以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三权分立学

说为基础，实现公司内部权力的相互制约。国有经济主体作

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规范高效的法人治理

结构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期待。然而，由于各类原因，其法人

治理结构在整体上同现代法治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迫切需

要充分发挥以独立董事为代表的外部监督作用来保障各项

职能的实现。而独立董事能够有效开展工作则有赖于从制度

到管理的进一步优化。基于此，论文试图从解决国有经济主

体法人治理结构相关问题出发，探讨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的意

义及困境，从而提出优化建设的路径，达到促进以国有经济

主体为核心的整体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

2 国有经济主体在法人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机制

国有经济主体是国有股东出资的法律实体，表现出股

权结构单一的特点。这种结构不仅直接导致股东会的虚置

化，还进一步影响法人治理结构的平衡。一方面，在股东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都由国有股东控制，甚至董事、监事和高管

的任免均由国有股东决定的情况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

会之间法定的权力制约机制事实上已名存实亡；另一方面，

在国资监管机构事实上取代股东会的作用，并可以直接任命

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情况下，国有经济主体的领导人一

般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控制着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事

实上起不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从而使其权力受不到有效的

制约 [1]。

2.2 董事会人员构成过于单一

基于国有经济主体董事会建立的特殊背景，加之董事

会制度在中国国有经济主体中运行的时间并不长，导致董事

会成员的构成也不尽合理，几乎均来自国有股东方的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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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赋予的职权难以真正履行董事职责和发挥作用。同

时，中国大部分国有经济主体没有建立分工明确的专门委员

会，即使有专门委员会，其日常管理机构的设置也不健全，

导致难以开展工作。

2.3 董事会职责不够清晰

国有经济主体的董事会，通常是国资监管机构以任命

方式组建，由于没有明确的职责划分，董事会职责与其他机

构的职责往往出现混淆，直接影响董事会的权限。虽然按照

《公司法》的规定，经营层需要向董事会负责，但在实际工

作中，经营层却最终要向国资监管机构负责。与此同时，国

有经济主体中大多保有“总经理负责”这一传统思维，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董事会的权威 [2]。

3 设立独立董事成为优化法人治理结构的重

要选项

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国有经济主体均设立有监事会，

但监事会的工作普遍没有太大影响力，其既无权任免董事和

高管，也无权参与和否决董事会和经营层的决策，只是赋予

了名义上的监督权，但监事的选派机制与董事类似，主要来

自国有股东安排，其开展活动时独立性受到很大限制，严重

影响了监督的执行力。因此，在发挥监督作用方面，独立董

事具有法律上的先天优势。

当前，国资监管机构对国有经济主体董事资格人选的

选定，多采取行政考察，而非经营管理能力的评估，由此

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董事在履职过程中专业性上的不足，继

而影响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因此，改进董事的选任程序，

由目前单一的董事选择模式转向市场化方向发展，包括扩大

候选人范围、将专业性作为选任的重要标准等，使独立董事

成为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独立董事的有效履职，

对于董事队伍的培养以及董事会职责的全面实现都有重要

作用 [3]。

4 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症结及其原因分析

尽管独立董事制度在国有经济主体中早已出现，但其

本身的运行成效却并不明显。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独立董事

在发表意见时往往“懂事”，但不够独立。分析存在上述问

题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独立董事的沟通机制不足

独立董事主要通过参加董事会议，并对重大事项进行

表决行使职权。通常在会议召开若干天前才能够了解会议主

要事项，独立董事虽然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但决策需要

信息的支撑。独立董事对其内部信息、经营状况、人事安排

等知情程度远不如董事会其他成员。信息沟通不足，可能导

致独立董事在履职过程中无法获取充分的信息，过度依赖内

部董事，失去独立董事的作用。

4.2 独立董事的追责机制不足

中国《公司法》没有对独立董事制定专门的追责机制，

相关法律法规也只是笼统地提出了独立董事应当勤勉尽责。

但对于“勤勉尽责”却没有明确的定义。对于独立董事来说，

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经营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很难归责

于他们。此外，独立董事只要履行了形式上的程序，即使公

司的经营状况恶化，也可以以履行职责为由进行推诿。因此，

独立董事没有动机去主动参与公司决策。

4.3 独立董事的薪酬机制不足

中国独立董事的薪酬主要来源于津贴，而津贴标准由

董事会制定预案，股东会审议通过，这就导致独立董事薪酬

标准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既可能发生由非独立董事或薪酬

委员会确立标准，使之与独立董事互定薪酬；还可能存在由

于需要股东会审议通过，使得独立董事的薪酬由国资监管机

构或国有股东决定。

5 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优化设计

在完善和优化国有经济主体独立董事制度上，相关法

律制度需要从以下方面加强建设。

5.1 建立与独立董事的定期沟通机制

对于独立董事勤勉履职而言，必要的信息和沟通尤为

重要。首先，非独立董事和管理层作为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

者，有义务及时向独立董事提供所需的准确和全部信息。建

议定期以简报的形式向独立董事传递公司各类重大事项的

信息；其次，将独立董事定期会议机制常态化。为了保障独

立董事之间的整体性，定期召开的独立董事会议不仅可以使

独立董事形成合力，更有助于信息的沟通和理解的充分性；

最后，制度上也应督促独立董事积极获取信息，要求其定期

完成履职报告。

5.2 明确独立董事的责权利

首先，需要在法律层面完善和细化独立董事的权利、

义务，任职资格等事项，具体规定对独立董事失职行为的责

任约束；其次，应将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区别对待，对“善

意”的独立董事导致的公司不良决策给予一定的宽容度；最

后，明确区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责范围。厘清独立董

事与监事会两者之间的边界，能够强化公司治理机构的紧

凑性。

5.3 试点浮动薪酬

国有经济主体的业绩绩效不可与独立董事薪酬激励完

全挂钩，但一定的联系一定必不可少。可以采取类似于绩效

工资的浮动薪酬与完成本职工作可获得的基础薪酬相结合

的方式，并且浮动薪酬应以几年内绩效平均水平的长视化决

策为主，延迟浮动薪酬的支付日，避免独立董事追求利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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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与管理层勾结的短视化行为。

6 结语

公司法人治理制度作为公司法的两大支柱之一，其制

度效果直接影响着国有经济主体规范有效运行的成败。基于

研究发现的董事会存在的系列问题，设置超然于公司利益之

外，从专业角度对公司运作进行监督的独立董事非常重要。

通过进一步优化独立董事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将

成为广大国有经济主体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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